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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梵二《教友傳教法令》指出教友從事傳教事業，
源出教友使命的本身，在教會裏任何時刻都不可或缺。
在舊有的一些傳統觀念裏，有人認為奉獻生活者（以下
歸於「獨身召叫」來表達）主要任務是傳福音和見證信
仰，而平信徒則是以履行社會正義為主要職責，尤其當
他與行動主義或政治運動相結合時。當今社會格局的急
劇變化，生活在經濟、教育、環境等各個層面也都面臨
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獨身召叫被邀請關注社會問題和
環境並予以付諸行動，同時平信徒也被邀請關注靈修，
培育自身信仰根基，在祈禱中聆聽天主，辨認出祂給予
的記號，以便更好地在社會中站穩腳步，施行正義，見
證信仰。因爲在俗教友身份的特點是：他們生活在塵世
中，置身於世俗事務中，天主召叫他們，要他們充沛了
基督的精神，以發酵的方式，在世間從事傳教事業。

◆  作者是教友牧靈工作者，服務對象主要是青年信徒和年輕夫婦，服
務範疇包括青年戀愛、家庭輔導、兩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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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傳教》法令，2 號）。
身處在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各種造成人與
人之間分裂，平信徒必須重新審視當下的生活狀態，回
到自己的內心，默觀上主在內心的指示，做出合乎基督
徒倫理道德的抉擇，在行動中發現自己，找到天主。「罪
惡在哪裡愈多，恩寵在那裡也愈格外豐富」（羅 5:20）。
我們的眼睛不能被當下的困難所遮蔽，應轉面朝向上
主，定睛在祂的恩寵中，祂知道在我們身上發生了甚麼，
祂在我們以前已曉得我們的需要和處境，在這經驗中祂
要我們感受到祂的臨在和同行，「因為上主你的天主原
是仁慈的天主，他不會捨棄你，不會毀滅你，也不會忘
卻他起誓與你祖先所立的盟約。」（申 4:31）
為此，平信徒被特別召叫進入一個指定的環境中進行著
屬靈爭戰，正如耶穌基督對門徒們說：「看，我派遣你
們好像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
鴿子。」（瑪 10:16），要常常的反省自己的思、言、行
為，明白內心發生了甚麼？有怎樣的感受？正確的秩序
和行為是甚麼？該如何做出更加光榮天主的抉擇？好能
不落入三仇的圈套裏。
參考若望保二世《男和女：天主的傑作——身體神學》
一書，天主之所以在這個世代邀請我們以平信徒的身份
臨在於世，必定在經驗中與我們相遇，因為我們的人性
經驗在某程度是神學詮釋的正當途徑。祂將賜予我們更
加豐富的恩寵和德能，去照亮黑暗，引領更多人走向祂，
活出那份獨特的愛的喜樂存在於世。

關鍵字：平信徒角色和使命、中國教會、平信徒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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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y apostolate originates from the mission of the 
lay faithful; it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Church at all times. In 
some old traditional concept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main task of consecrated peopl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eople have a calling to celibacy) is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bear witness to faith, whil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laity is to 
fulfill the social justice ministry, especially when one engages 
in social action or political movement. With rapid changes in 
today’s social landscape, we often face tremendous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at various levels, such as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spheres. The call to celibacy is also invited to 
attend to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o take action. At 
the same time, laity are also invited to pay attention to spiritual 
practice, cultivating the foundation of one’s faith, listening to 
God in prayer, and recognizing the signs that God gives. These 
allow laity to stand firm in society, to practice justice, and to 
bear witness to faith. Since the laity live in the midst of the 
world and its concerns, they are called by God to exercise their 
apostolate in the world like leaven, with the ardor of the spirit of 
Christ (AA 2).
In a world where consumerism, hedonism, individualism and 
other factors have caused divisions between people, lay faithful 
must re-examine their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 by returning to 
their inner self, and meditating o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Lord in 
their hearts. As a result, they are able to make moral decision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a Christian life, finding God and oneself 
in action. “Where sin increased, grace overflowed all the more” 
(Rom 5:20). Our eyes should not be blinded by the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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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oment. We should turn our faces to the Lord and focus 
on His grace. He knows what is happening to us, our needs and 
situations. He knows our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before we 
do. He wants us to feel His presence and companionship in this 
experience. “Since the LORD, your God, is a merciful God, he 
will not abandon or destroy you, nor forget the covenant with 
your ancestors that he swore to them” (Deut 4:31).

To this end, the laity are specially called to enter into a 
designated space to engage in spiritual warfare, as Jesus Christ 
said to his disciples: “Behold, I am sending you like sheep 
among wolves; so be wary as serpents and simple as dove” (Matt 
10:16). Always reflect on your thoughts, words, and actions,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heart. How do 
you feel? What is the right order and behavior? How can we 
make choices that give honor to God, so as we would not fall 
into the trap of enemies?

God invites us to be present in the world as lay faithful in this 
era. God would surely meet us in experience. This is because 
our human experience i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legitimate way of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He will give us more abundant grace 
and power to illuminate us in darkness, leading more people to 
Him, and living out the unique joy of love in the world.

Keywords: Role and mission of laity, church in China, lay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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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梵二後，平信徒在教會內的位置不斷地被提升和調整，

教宗方濟各也在最近冊封了一些平信徒為真福、聖人或可

敬者，如真福卡洛•阿庫蒂斯（Carlo Acutis），他讓年輕

人看到一個屬於自己網絡時代的異星，運用自己的專業在

網絡上傳播福音；印度平信徒聖人拉匝祿（Devasahayam 
Lazzaro）令我們置身在無神論國度和現世的誘惑中，更懂

選擇追求天主，做他的助手；可敬者德肋撒•恩里克•德

阿爾瓦雷多（Teresa Enriquez de Alvarado），啓迪在困境

中的家庭和追求奢靡生活的人們，轉而為全心度祈禱生活、

從事愛德工作和關顧他人的需要。瑪利亞•多米尼卡•拉

澤利（Maria Domenica Lazzari），分享了上主的苦難印痕，

讓身處痛苦中的人們以當下的苦難結合耶穌基督的苦難而

看到它的意義。教宗也鼓勵平信徒在其崗位上、角色上常

常邁向成聖，因為「我們全體都蒙召成聖，以愛德生活，

且在我們所做的一切事上，並在我們身處的任何地方，以

特有的方式為主作證。」1 

此外，教宗方濟各 2022 年元月 23 日常年期第三主日，

即天主聖言主日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彌撒聖祭，首次授予

來自世界各地的 16 位男女平信徒讀經和要理傳教員職務，

可見教宗對於平信徒在教會中的位置愈來愈重視。近年來，

一些教區的確也在嘗試讓平信徒進入教會機構工作，探索

如何更好地和平信徒合作，培育平信徒成為一個有力的合

作者，這份努力也使平信徒有機會進行更深刻的反省，作

1　教宗方濟各，《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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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督徒如何切實際地去履行基本職責？正如教宗在 2013
年 4 月 17 日的彌撒講道依循《宗徒大事錄》的讀經章節闡

述。「我們是基督徒，已經領受了聖洗、堅振和初領了聖

體……已經具備基督徒的身份。此刻你可以安心了，你已

經是基督徒了。但那使你向前進的聖神的力量在哪裏呢？」

即使外在環境的緊迫，仍有一些平信徒善會的興起，

他們在工作之餘外出傳教，施行愛德服務，大大分擔了堂

區的傳教工作，這樣的行動也輔助神職人員更好地履行自

己的牧職，更加安心地專務行聖事、串堂口、探訪教友、

行聖事的牧靈職責。在平信徒團體中，不少是著重培養靈

性生命的根基，強調在當下所在環境和工作中如何更好地

活出具體的使命，善盡職守，活出福音的喜樂。與此同時，

有許多平信徒仍處在工作和家庭的掙扎之中，在靈性的黑

暗之下，努力地去尋找那道穿透黑暗的光。

基於在中國教會多年的服務經驗和觀察，特別是在陪

伴青年信徒和年輕夫婦方面，筆者從以下幾方面就平信徒

在教會的角色和挑戰作了一些反思。

1 在家庭內外的平信徒面對的挑戰

平信徒被邀請在教會中服務和就職，同時也被鼓勵在

工作和家庭中善盡職責和本分，以此來見證在生活中的天

主。從身份上來說，平信徒分為兩種，一種是家庭之外的

獨身者，他們運用自己的才能長處在公司工作或做生意，

以實現自己存在和存有的價值和意義，但很多時候趨於忙

碌的狀態，忽視了內在的寧靜和輕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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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是家庭下的平信徒，他們需要操持家務，拼命

工作養家糊口，處理各種家庭關係，在關係和責任中尋獲

上主。卻也許多時候精疲力竭、汲汲孤影，無法從事教會

的信仰培育和靈修操練，久而久之冷落了天主，信仰在生

活中變得可有可無。平信徒應時刻明白上主才是我們一切

生活的源泉，沒有祂的臨在，就像一個眼睛雪亮的人行走

在黑暗中，依舊無法看清事物的真相，並被謊言牽著鼻子

走。因此，平信徒必須與基督的生命相結合，依照主的話

「那住在我內的，我也住在他內，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

為離了我，你們什麽也不能作。」2

2 服務

「 就 如 人 子 來 不 是 受 人 服 侍， 而 是 服 事 人。」 

         （瑪 20:28）

耶穌會雅魯伯神父曾強調，修道男女的使命顯然是「為

他人」，這並非局限於自身靈性的成熟，我們被召叫就是

朝向他人的利益而行動。平信徒處身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社會結構中，基本的態度和做事風格一不留神，就陷入

到自我主義的洪流當中，最常聽到的就是：「這個社會就

是這樣」；「不這樣做不行」；「你為別人考慮，誰為你

考慮呢？」等一系列消極的聲音。似乎天主在這個世代已

經過時，祂無法看到我們生活的艱難和環境的破敗，還要

求我們像祂一樣去愛。縱然社會給我們內心加注了張力和

負荷，愛的邏輯仍舊未有絲毫的改變，基督徒的使命仍舊

2　 參考，梵二大公會議，《教友傳教》法令，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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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二致，正如聖德蘭修女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的演

講中指出，「我在這裡要對你們講，要你們在這裡發現貧

乏，發現你們家中的貧乏，然後將愛灌輸到貧乏之處，從

灌輸愛心開始。」

上主召叫我們接觸那些被世俗風氣迷著眼睛的男男女

女，就是要去宣告一種正確的邏輯和秩序，即用自己的言

語和行為去表達這份愛的模樣。教會的使命不僅是將基督

的訊息和祂的恩寵送給人，還要以福音的精神去貫徹現實

事物的秩序，使它完美。所以，為完成教會這種使命，教

友們便同時在教會和世俗中，同時在精神秩序裡和現世秩

序裡，進行宗徒事業。3 在職場上，當有人因業績不理想而

悲傷的時候，我們走上前去輕輕的撫慰他；當我們在教會

活動中時，常注視在角落中的人；當我們在家庭中的時候，

多留意家庭成員的情緒、感受和需要；當有人傾訴難以啟

齒的遭遇時，多一些聆聽少一些批評和論斷。在他人的需

要中看到自己的責任，會令情況有所不一樣，充滿競爭的

場所會變成相互鼓勵、互相成就的聖殿；在爭吵不休的情

況之下，會發現暗藏已久的自我覺醒契機；在被壓迫得喘

不過氣時，會明白與耶穌的苦難結合的意義，並尋獲力量。

教宗方濟各曾指出，「男女老少，都在生活的平凡現實中、

在你們的工作中、在教育，社會服務工作等許多不同的環

境中，致力於生活和見證福音：這是你們使徒服務的廣闊

領域，這是你們的福傳。」4 天主明白我們現在的處境，祂

3　梵二大公會議，《教友傳教》法令，5 號。
4　教宗方濟各 2021 年 9 月 16 日上午接見平信徒、教會運動和新團體

的負責人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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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了祂的子民內心的吶喊，但必須藉著我們來傳遞祂的

回應，因為天主的愛依附我們的言語和行為，可令處在困

難中的人們通俗易懂，藉著我們的服務行動發現上主的臨

在。「你們擁有真正的教會使命，就是深入到我們社會的

邊緣地帶。」5

我們並非孤身一人前往邊緣地帶，因耶穌已經承諾

說，「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我們需要在祈禱中告訴祂我們的困難和限度，向祂

傾訴內心的感受和當下的需要，甚至抱怨祂放置我們在艱

難的寬恕之路上，為此，我們應允許祂觸摸我們，在這人

之限度之上與我們相遇，然後帶著這份相遇去行動，祂知

道如何才能讓你「先知」的能力恰到好處的運行。所以，

「祈禱時，有如一切都仰賴天主；工作時，有如一切都仰

賴自己。」6

3 屬靈爭戰

「你們要節制，要醒寤，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

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伯前 5:8）

從求學、工作到成家立業，從夫妻相處到教養孩子及

贍養老人，每個階段天主都按照祂的規律精心設計了任務，

平信徒在辨別個人聖召的路上，透過內心的喜怒哀樂，學

會如何去處理情緒和解決問題，去品嘗和體驗天主對這個

世界的心情。當然，在這充滿驚喜的同時，也帶著挑戰，

5　同上。
6　相傳這句格言來自依納爵的語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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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挑戰就是帶領我們去到人性的邊界，突破並逾越自己的

時刻。所以，當下的抉擇在每一個生命階段都顯得異常重

要，抉擇不單單關乎好壞，更加關乎如何更大的光榮天主，

即「愈顯主榮」。

時值當下社會現狀，惡顯而易見，平信徒的任務不單

是對惡的憎惡，而是對「光明天使」的辨別和警惕，「光

明天使」進入到人類的生活中，肆意改變人生活的態度和

節奏，例如：婚姻關係中的利己主義以一種新的方式浸透

在生活中，即我必須先把自己過好，才有可能和他人和諧

相處。這句話看來似乎情理之中沒有問題，但仔細品味天

主與以色列子民，基督與教會的互動中，方能看出端倪。

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太過在乎個人的感受和需要，折射出的

就是忽視他人的存在。家庭的基石是愛，愛的建立和成長

是奠基於雙方的奉獻和犧牲、寬恕與和好。沒有誰生來就

具備一身建立家庭的能力，而是在不斷磨合中，感受到關

係的張力和不舒服中獲得成長的契機，發現自己，發掘出

上主賜予我建立當下妻子或丈夫的角色而來的恩寵。某方

面來說，家庭的建立在乎利他。盟約的特性就是單方面的

信守承諾，忠誠於最初的誓約。愛本身就是出於自己，發

散出去成就別人，而這個自己就是在成就別人的同時不斷

地趨於完整，肖似天主，活出天主的肖像和模樣。所以，

這首要的征戰就是在愛的選擇上從我走向他。

魔鬼誘惑人主要透過三個方面：政治、宗教和性。7 

7　參閱路易．卡梅利（Louis J. Cameli）著，左婉薇譯，《魔鬼的秘密：
擊敗邪惡勢力》（臺北：上智文化，201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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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平信徒詢問說：為了自己的仕途的緣故，是否許可

入黨？如果從神性的角度來說，這似乎有違信仰的核心；

若單單從仕途的政治環境來講，這樣做或許可以更加起到

某些促進的作用。平信徒的生活一定和政治有關，即要麼

進入這個系統，要麼在這個環境中被壓制。從整個國家的

氛圍來說，上邊這個問題確實不好回答，但答案其實在內

心，聖經中「被特別揀選來領受祝福」（編上 23:13）在於

我們在教會的規則中選擇順服與奉獻，奉獻我們的自我意

識，奉獻我們的貪欲，奉獻我們的把持不捨。魔鬼可以用

政治上的甜頭令你跌入貪慾、渴求權力、期待喝彩的假像

當中。在這些誘惑面前，魔鬼已經為了你準備好各種詮釋

合理的理由，平信徒尤其謹慎懷著善意的動機，到頭來跟

隨了「光明天使」而喪失喜樂。

在宗教生活上，魔鬼會利用平信徒對天主的渴望做事，

先讓人嘗到神樂，感受到天主的美好和能力，然後悄無聲

息地的將指南針改變方向，以至於得著某些恩賜後，卻用

在比較、評判、狂熱中，在大陸的平信徒中，有些得著神

恩中（或許是假的）開始評論神職人員甚至抵制感恩祭、

教會的規則。「弟兄們！那麼怎麼樣做呢？當你們聚會的

時候，每人不論有甚麼神恩，或有歌詠，或有訓誨，或有

啟示，或有語言，或有解釋之恩；一切都應為建立而行。」

（格前 14:26）天主的揀選是為了彼此的平安和建樹，因為

聖神就是平安。服從當地的牧者依然是衡量神恩真確的基

礎。

性的解放讓節制變得虛無飄渺，魔鬼會讓人覺得性的

保守是一種落後，開放才是順應人的發展。年輕人對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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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和現今社會所傳播的性誘惑，都將性指向一個可有

可無的合理化狀態，也無須考慮它真正的意義。天主將性

規範在婚姻中，如果將性從婚姻中提出來，就會喪失性帶

來的親密感，雖然性行為時依舊有肉體的快感，但過後會

帶來無休止的悔恨、不安和自我價值的否認。魔鬼在政治、

宗教、性上從來不會阻礙你的選擇，魔鬼看重的是如何從

這些美好的事物中加入悲傷、絕望和仇恨。

魔鬼的特點就是「始終說著看似正確的謊言」，魔鬼

模仿天主一樣不停地忙碌，週一到週六，但故意隱瞞了天

主休息的日子—主日，令人只看到工作的天主，而這恰恰

是一種掩蓋真實的自己、真實的天主的伎倆。「上主吩咐

他說：「你出來，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時，上

主正從那裡經過，在上主面前，暴風大作，裂山碎石，但

是，上主卻不在風暴中；暴風以後有地震，但是上主亦不

在地震中；地震以後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烈火中；烈

火以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列上 19:11-12）天主的

聲音迴旋在我們內心深處，除非我們靜下心來細細聆聽，

否則根本聽不到，因為但凡我們有一點不願意跟隨祂的聲

音，都被天主允許，祂的微弱是為了不打擾我們的任何決

定，這是原初自由的表達，所以，聆聽天主的基礎就是靜

謐。平信徒的生活格外豐富，需要一邊應付家庭的雞零狗

碎，又要承受他人無盡止的時間剝削和連續不斷的應酬，

還要被貪慾、攀比、享樂的心迷惑，對內心的真是渴望，

甚至身體根本無暇東顧，留下時間來聆聽天主更是癡心妄

想。然而，事實就是這一切看似奮發圖強，殊不知忘記了

安靜的時候並非浪費時間，而是令工作效率更高，找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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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真正意義，無怪乎耶穌會士被建議在特別的境遇之中，

每天可以不行聖事，不做彌撒，但必須做意識省察。

其實，轉向天主只需要一個簡單的動作，就是建立個

人和天主的安靜時刻。我們需要明白工作的目的是為了使

自己和他人的關係、自己和天主的關係、自己和家庭的關

係更加融洽，而並不是這一切都是為了工作。而現在平信

徒的操持忙碌需要重新回到一個正確的秩序上，即為了關

係而申請工作的安排。「因為上主創造大地萬物是為人的

緣故，而非人為大地萬物，人才是真正的主體。」8 為男人

來說，力量隱藏在孤獨中，這孤獨就是在起初人的單獨，

天主在這裡和我們相遇，令我們有能力和恩寵去管理世界

萬物。9 女人的奧秘就在於意識到在安靜中孕育了生命，身

體最寶貴的恰恰是被天主安置在內心的核心處，在那裡上

主安靜的觸摸，令祂的創造得以延續。10 我們若不可以尋找

安靜的時刻，男人將在忙碌中扭曲保護、奉獻和犧牲的力

量，而女人會鄙視唾棄「創造」的獨特能力。

魔鬼的目的就是讓你在忙碌中扭曲上主的形象，而上

主藉著獨生子耶穌已經賜下了勝利，借著耶穌基督的死亡

與復活重新恢復了上主的容貌。

8   參考若望保祿二世，《男和女：天主的傑作—身體神學》，頁 5-4。
9   參考若望保祿二世，《男和女：天主的傑作—身體神學》，頁 5-6。
10 參考若望保祿二世，《男和女：天主的傑作—身體神學》，頁 1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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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性的團體

 平信徒蒙召在生活的各種環境內，進行個人的傳教

工作，可是也應當銘記，人的本性，是社會性的，上主曾

很樂意地將信仰基督的人團結成為上主的子民，集合為一

體，因此，集體的傳教工作不僅符合人性方面和信仰方面

雙重的要求，同時本身還帶著教會在基督內共融、合一的

標記，基督曾說過：「因為那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

名字聚在一起，在那裡我就在他們中間」（瑪 18:20）。11

 在大陸，某些地區很重視團體生活的建立，他們每

週都會抽出一個晚上 2-3 個小時，敬拜讚美、分享聖經、

聚餐、聖事等。堂區神父特別鼓勵平信徒運用自己的音樂

才能、組織才能、創意點子等嘗試建立團體，像是「萬有

真源」，敬拜樂團等。平信徒被認可的技能，得到鼓勵和

讚揚，激發了內心的主動性，也因幾個平信徒的內在渴望

聯合神父的牧靈，團體被建立。團體的存在吸引了相應的

平信徒加入，有了被滋養的專屬團體，在靈性上和生活上

得到照顧和支持，進而發展出平信徒的個人聖召，因此亦

成就更大的團體聖召。

 另外，一些國際性的平信徒團體，都在本地建立了

團體，並且按照本地化的特色實行團體生活。我接觸到的

一批青年人，他們有著共同的靈修生活，在大學畢業後參

與長達三個月的靈修、團體、使命相關的培育，從他們的

面貌和對天主的關係中，明顯看得出上主與他們同在。一

些家庭團體毫無保留的生活分享，外出聚餐，豐富了生活

11   梵二大公會議，《教友傳教》法令，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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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也加强尋覓上主的渴望，因此，他們也在團體得

到的屬靈營養去餵養其他仍然處於黑暗中的家庭。平信徒

帶領的團體最大特點就是靈活性，他們會根據各自的具體

情況予以調整，並且用真正具體的生活方式表達基督，某

方面來說更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另一方面，平信徒團體

的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分辨團體和團體分辨。有些平信徒團

體最初建立信心滿滿，但在過程中，經歷人與人之間的磨

擦，不同的聲音和不一致的行動導致團體因為失去核心和

原則而分裂，致使軟弱的團員受傷遠離團體甚至教會。另

外，團體成立的初衷尤為重要，應常常回到最初那個被天

主觸碰的經驗，特別是在團體的瓶頸期。在平信徒團體中

要有受過專業培育的人或神職人員或修女等來作為後盾，

每個團體都應配備導師和神師，以避免在團體在發展興旺

期失去航向，這也為分辨團體和團體分辨帶來更具體和有

力的支撑。但這些的培訓人員實屬欠缺。

結語

平信徒在教會內的角色舉足輕重，因為獨特的聖召從

平凡的召叫而來，從而獨特的聖召又滋養著平凡的聖召。

教會是有一個架構性的教會，每一層都充滿了聖神。平信

徒有架構性的教會作為擔保，在生活中始終有希望，望見

教會的形象，就會看到耶穌基督在當下的樣貌。教會愈是

舉步維艱，愈是平信徒渴求、尋找自己個人聖召的時刻，

因為我們所做的不是教會的事業，而是基督的事業，我們

不是為天主工作，而是做天主的工作。12 侍奉不是為教會

12  參閱多瑪斯．格林（Thomas Green）著，劉文周、吳伯仁譯，《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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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而是為上主的榮光照耀黑暗，而這黑暗必定令教

會蓬勃發展。平信徒的點滴生活都可以顯示天主的榮耀，

就如「鄰家聖人」一樣，你如何生活，就會如何見證，你

如何見證，就會如何信仰。

莊稼多而工人少，耶穌基督的國度已經在這個世界存

立，他召叫我們是為了收割，平信徒被天主格外放置在狼

群中，是為了讓我們知道，他賜下了收割的能力，為此，

我們可以站立的穩，祂將與我們一同在荊棘之地播種愛和

溫柔。

市中的黑暗》（臺北：上智文化，2009），第二章。 




